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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下高中体育教学探析 
◆杨永虎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第一中学  756500） 

 
摘要：体育是高中阶段一门重要科目，因为过去的应试教育，学校把中

心和资源都放到高考的文化科目上，因此忽略了体育教学。随着新课改

的推进，和高考的更高要求。体育教育终于被推到重要位置上，本人就
以素质教育下高中体育教学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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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生
理与心理发展尚不成熟，缺乏自我锻炼意识，此时养成规律地健
身运动习惯，将会对其往后的人生阶段产生积极的影响。体育是
以身体性能开发为主要活动的教学，是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协调
能力等必不可缺的手段。在高中阶段通过体育教学推进学生全面
发展，是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主要途径。 

一、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体育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不被重视的，在学生和家长心里体育

就是耍，所以许多学校和家长都把重心放在学生的文化成绩上
面。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
被放到重点上，体育教育也全面改革。由于小学初中对体育教育
的不够重视，刚进入高中的学生不适应体育生活，就觉得一个字
“累”。所以，必须要先提起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不管是文化
课还是体育课，兴趣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对于学习任务紧、
压力大的高中生，要想让他们从繁重的学习中抽出身来，主动投
入到体育学习和锻练中，就要想法培养他们对体育学习的兴趣。
兴趣会让学生对某一项学习内容不自觉地靠近，且进行重新认
识，主动探索，深入学习。所以，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
师不但要在教学内容上下功夫，而且还要从教学手段和方法上下
功夫。比如，可从活跃课堂气氛、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改变考
试制度、转变教学模式等方面，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
能自觉、自愿地参与课堂教学过程，产生对体育学习的强烈欲望
和兴趣。有了这样的兴趣基础、学习倾向，教师再在体育教学中
融入一些人文情怀、做人处事的方法，抓住一些挖掘学生学习潜
能的契面，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创新力，不但能实现高中体育素
质教育下的教育教学目标，而且还能大大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学习
兴趣，让学生劳逸结合，高效学习，为他们的全面健康发展打好
基础。 

二、优化体育教学内容设计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部分体育教师总觉得体育课没必要做

课前准备，可根据教学内容在课堂上临时发挥。其实不然，要想
让体育教学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真正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质，
推动学生学习、发展，那么体育的课前准备就十分必要。因为准
备或者备课能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能让教师在课堂上有的
放矢，自如教学。因为大部门高中生的体育基础都不高，所以高
一的体育课运动强度不易太大，要让学生的体育素养慢慢提高。 

首先，教师对要上的内容应熟悉掌握、分析；其次，对于课
堂上要用的器材设备要检查、处理；再次，要了解学生的体育基
础，学习情况。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就会知道，哪些内容需要讲练
结合，哪些内容需要学生先自己学习，哪些内容是教师应该细讲
并示范的，等等。如此，不但避免了教师在课堂上唱独角戏的局
面，而且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
促进了高中体育教学的进步和提升。高中体育教师必须要从传统
主宰课堂的角色中走出来，在教学中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对教
学内容做到深入浅出的讲解、示范，让学生掌握课堂教与学的目
标，提高自主学习、主动获取知识的学习意识，培养学生探究学
习的能力。 

三、灵活改变课堂教学方法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要想在高中体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实现体育教学对学生素质教育的预期目标，就要在教学中
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让学生在拥有良好身体素质的同时，其学
习能力、时间管理、习惯养成、道德素质等也有一个全面提升和

发展。并要把自主学习体育和进行体育锻炼的方式传授给他们，
提高他们对体育锻炼的信心和热情，以便在平时的学习中合理安
排，加强体育锻炼，使其认识自己的身体素质，有针对性地进行
有效锻炼，保证在学习、生活中始终精力充沛，信心满满。所以，
作为新时代、新课标教育理念引领下的高中体育教师，就要在教
学中结合时代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认识能力，
积极改变教学方式方法，发展学生个性，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
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主动探索，拓展思路，学有所获。比如，
可设计游戏教学、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组织体育项目比赛、给
学生讲述一些体育人物的故事等等，这些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
方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学生的体育细胞，调动他们对体育
学习的热情，从而让他们全身心投入体育学习中，推动高中体育
教学的发展。实践证明，合理的高中体育教学和体育锻炼不但对
学生的学习和身心健康是一种促进和保障，同时也是对学生素质
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新时代的高中体育教师，在教学中要
把德、智、体、美的教育与文化知识的传授结合起来，提高学生
全面素质，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使他们成为身心健康且具
有良好素质的合格人才。 

四、体育教育心理教育的渗透影响 
高中生参加体育活动，不仅能帮助他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还能缓解学习的压力，舒缓精神。所以体育教育不仅是让学生拥
有健康身体，同时也要拥有健康的心理。高中生虽然大部分已经
过了青春叛逆期，但是高强度的学习下，他们内心的压力无处释
放，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心理障碍，阻碍其身心健康。而适当的
体育活动可以舒缓胫骨，让学生的们思想也得到放松。通过运动
出汗能排除身体里的有害物质，也能释放思想或心理的压力。 

五、小结 
随着新课改的推行，体育教育越来越被重视，在高考总分的

占比也大幅度提高，而且体育教育不仅仅身体锻炼，还能渗透德
育教育，提高学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新课改背景下的体育教育
也有了全新的改革，不再是单一的跑跑跳跳，而是综合学生的整
体情况，提高体育的核心素养，为以后学生的成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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